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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激发乡村活力，拓就

业增加村民收入，用文化丰富乡

村生活。

2021 年以来，江西省共青城

市坚持统筹兼顾、城乡一体化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着力

打造产业兴、村民富、文化浓的新

乡村。

产业兴，激发乡村
活力

步入江西省共青城市江益镇

栗坂村，屋顶、晒场上，晒着滚圆

光亮的油茶果。“去年油茶收成不

错 ，我 一 共 种 了 10 多 亩 ，收 成

5000 多 公 斤 ，有 1 万 多 元 的 收

入。”栗坂村脱贫户胡庆红笑得合

不拢嘴。

近年来，共青城市务实发展

高效农业、精品农业，推进“一乡

一园”建设。

在栗坂村，通过驻村工作队

引导、村两委动员、致富带头人和

种植大户带动，全村共培育发展

油茶种植 1500 余亩，并成立坂上

人家油茶开发专业合作社，同时

整合资金 45.5 万元，建成集加工、

仓储、销售于一体的成品油加工

车间。

“坂上人家合作社目前已投

入资金 80 多万元，农忙时，合作社需要 40 多名

工 人 晾 晒 、碾 茶 籽 ，每 人 每 天 有 150 元 的 收

入。”栗坂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孝波说，村里的水

土很适合种植油茶。

“2021 年，合作社收了 30 万斤左右油茶果，

还无偿帮助本地农户外销了 30 多万斤。销售

额至少比 2020 年增长 5 倍以上。”合作社负责人

吕晋宝很高兴。

“既要绿水青山美，又要业兴百姓富。”刘孝

波介绍，油茶产业经济价值高，又能涵养水源，

是一个绿色富民产业。

2021 年，全村共收获 200 多万斤油茶果。

“ 下 一 步 ，我 们 计 划 投 入 100 万 元 左 右 ，按 照

‘企业化、产业化、基地化’的思路，与南昌大

学、江西农业大学等相关专业建立校企合作关

系，强化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市场推广。”刘

孝波说。

村民富，幸福乡村生活

“我年纪大了，不方便继续外出打工。在

菌 菇 基 地 上 班 ，不 仅 可 以 赚 钱 养

家，离家近，还帮老伴谋了一份事

做 ，真 是 改 变 了 我 的 生 活 。”在 泽

泉乡观音桥村戢家垅小组菌菇养

殖 基 地 ，脱 贫 户 王 绍 传 一 边 整 理

香菇一边说。

2021年 6月，共青城市泽泉乡观

音桥村第一书记、村干部、致富带头

人等一行人跟随市乡村振兴局到南

昌等地考察食用菌种植。经过前期

考察，历经 3 个多月厂房改造，2021
年 10 月，观音桥村戢家垅小组建立

了菌菇养殖基地。

“前期我们先试种香菇，第一

批 上 3 万 根 菌 棒 ，可 产 约 1500 公

斤。 2021 年 11 月开始第二批 4 万

根菌棒种植。”观音桥村乡贤戢海

生说，1 个菌棒平均可产 1 公斤左右

香 菇 ，根 据 香 菇 成 色 可 卖 10—16
元/公斤不等。

菌菇养殖基地的成立，不仅为

村里提供了就业岗位，还增加了村

集体收入。

当前，观音桥村的绿茶产业每

年 可 为 村 里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4 万

元，增加长期就业岗位 20 个，临时

就业岗位 80 个。

共 青 城 市 大 力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坚成果，加强动态监测。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让群众既有收入，又能兼顾家

庭，让村民日子更有甜头、更有奔头。

文化浓，夯实乡村底蕴

走进共青城市金湖乡江流村，目之所及的是

一幅美丽乡村画卷。金湖乡“共青精神”体验园、

共青垦殖场旧址等红色景点，吸引着越来越多市

民及周边地方的干部群众至此追寻红色记忆。

挖掘乡村文化，开展文化活动，以文旅带动

乡村振兴。近年来，金湖乡以江流村“共青精

神”体验园主题实物展览为主基调，结合时代脉

络，将鄱阳湖生态文明展示馆等景点纳入村部

红色旅游平台，打造了一条群众喜闻乐见的精

品“红色专线”。把这片红色土地打造成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共青精神”传承基地。

村里人气旺了，村民们也纷纷端起了旅游的

“金饭碗”。“共青精神”体验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开

园以来，已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 3万余人，带动了

村部周边的民宿热，红色旅游产业销售、农家乐

等项目也在快速发展，农民转变成宣讲员、服务

员，口袋“富”了，精神“实”了，日子越过越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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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北地区天然降水量相对较少，华北平

原又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要开采地下水用于

农业生产。如何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保护

好地下水资源？

近年来，河北围绕农业节水展开了探索。河

北省水利厅监测数据显示：2021 年 12 月底，河北

省浅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平均埋深 22.45 米，与上

年同比上升 1.87 米，有 84 个县（市、区）地下水位

回升，占全部 86 个浅层超采县的 98％；河北省深

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平均埋深 51.53 米，与上年同

比上升 5.12 米，67 个深层超采县（市、区）地下水

位全部回升。

少用水——
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抗旱

品种

近年来，河北省因地制宜探索旱作雨养。有

的地区将水浇地蔬菜、马铃薯等作物改为旱作雨

养的胡麻、燕麦、牧草等作物。在深层地下水超

采区沧州、衡水等地，当地将水浇地小麦、玉米等

作物改为油菜、谷子、花生等作物。

同时，河北省探索季节性休耕制度。在沧

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将一年两季种植小麦、

玉米改为只种植一季的谷子、高粱、花生等作物，

减少灌溉用水，休耕规模超过 200 万亩。据统

计，开展季节性休耕每亩地每年减少地下水开采

约 150 立方米。

2021 年，邯郸市曲周县第四疃镇王庄村今科

富 小 麦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800 亩 小 麦 迎 来 丰

收。据该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自从种了节水小

麦，每年只需浇两次水，省工省钱省水，产量还不

减。“通过种植抗旱节水品种小麦，配套土壤深

松、秸秆还田等综合节水保墒技术，实现小麦生

育期内减少浇水两次。”曲周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李金孔说。

多年来，河北省组织小麦育种专家先后培育

出 50 多个抗旱节水品种，并免费供种到户，组织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节水小麦

品种，落实秸秆还田、精细整地、精细播种等综合

配套节水种植技术。

2014 年以来，河北省累计推广抗旱节水品种

小麦 3400 多万亩，麦田浇水次数由 2014 年以前

的 3—4 次，逐步减少到现在的 2—3 次。

少浇水——
推广节水灌溉，提高用水

效率

日前，在唐山市丰南区钱营镇后打弓庄村的

温室大棚内，村民赵成江正准备为新栽植的西红

柿秧苗浇水。他按下启动键后，遍布整个大棚的

滴灌系统开始自动灌溉，水被喷滴管送到菜苗

根部。

据了解，后打弓庄村现有大棚 300 多个，目

前全部用上了滴灌。“滴灌节水率在 60%以上，对

于用水量较大的菜农，可以有效降低灌溉成本，

实现节约用水。”钱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

人王连友说。

秦皇岛市抚宁区留守营镇七里涧村千亩娃

娃菜基地也引入了智能滴灌控制系统。“往年用

传统的灌溉方式，耗费大量人力和水资源；采用

智慧滴灌后，随时随地用手机就能精准控制每一

株苗的水量，让每一滴水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该基地负责人黄金亮说。

近年来，河北省重点推广喷灌、智慧滴灌、水

肥一体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设备，重点在果

树、蔬菜等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

等 规 模 经 营 主 体 中 配 套 实 施 ，提 高 水 肥 利 用

效率。

2021 年，河北省推广滴灌、膜下浅埋滴灌等

技术，节水种植面积达到 730 万亩，平均每亩节

水约 60 立方米。此外，河北省在 3300 万亩井灌

区大田作物铺设防渗管道推广管灌，减少田间输

水渗漏，节约农业用水，提高用水效率。

少采水——
完善水利工程，地表水代替

地下水

前些年，邯郸市肥乡区东吾吉村由于地下水

位持续下降，机井越打越深，浇灌麦田非常困难。

对此，肥乡区实施“引黄入渠”工程，让麦田

“喝”上了黄河水，既解决了浇地难问题，也保护

了地下水。“过去大井（抽地下水）浇一亩地 80
元，现在用黄河水浇一亩地 40 元也要不了。”一

位村民高兴地说。

近年来，地处华北“漏斗区”中心位置的冀中

南地区，围绕用好黄河水、老沙河水、滏阳河水等，

通过改造灌区、修建沟渠、治理中小河流及坑塘等

措施，用地表水灌溉代替地下水开采。

悠悠老沙河，自西南至东北贯穿邯郸市邱

县 5 个乡镇。历史上，由于滥垦乱伐，老沙河两

岸破败不堪。 2020 年起，邱县推进水网、林网、

路网建设改善“三网”工程。其中水网方面，依

照“旱时浇、涝时排、平时蓄”的思路，邱县疏通

扩挖河渠 90 条、总长度 460 多公里，整治坑塘 94
处；通过引江河、水库等水源，让地表水灌溉面

积从 15 万亩增至 45 万亩。这两年，水量充足的

老沙河，既减少了农民浇地成本，又提升了农作

物产量。

邱县邱城镇的种植大户吴东朝 2021 年种植

的 600 亩地，全部用河水浇灌。“往年农民抽地下

水浇地每亩每次花费 60 元，现在用河水浇地，每

亩每次只要 10 元。”吴东朝说。据了解，通过“三

网”工程建设，邱县每年可节省浇地费用 4500 万

元，年减少地下水开采量 5700 万立方米。

综合施策减少农业地下水超采，河北67个深层超采县（市、区）地下水位全部回升—

少用水 种好田
本报记者 张腾扬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华
北地区因地下水超采，造成地
下水位下降。这不仅增加了
农业生产成本，还可能引发地
面沉降、裂缝，以及海水倒灌
等生态环境问题。

近年来，河北省推进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在保障
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聚焦用
水、浇水、采水环节，突出科
技应用，丰富节水措施，减少
地下水开采。


